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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F_95_E8_BE_85_E5_c45_76493.htm 财务预算的范畴 其亦称

总预算，为全面预算体系的最后环节，从价值上总括地反映

日常业务预算和特种预算的结果。其仅包括现金预算和预计

报表。 财务预算的编制方法及适用 1.固定预算和弹性预算；

固定预算根据正常的、客观的某一业务量水平为唯一基础来

编制预算的方法。其与实际不符的可能性极大，仅适用于业

务量水平较为平稳的企业或非营利组织。 弹性预算，在成本

习性的基础上，以业务量、成本和利润的依存关系为依据，

按可预见的各种业务量水平，能适应多种情况的预算方法。

主要用于编制弹性成本（费用）预算和弹性利润预算。编制

成本预算的主要方法包括：公式法、列表法和图示法。编制

弹性利润预算对单一品种经营或采用分算法处理固定成本的

多品种经营企业采用因素法，对多品种经营的企业采用百分

比法。 2.增量预算和零基预算；增量预算是在基期成本费用

水平基础上，根据预算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原费用项目的方

法。其虽然简单易行，但可能把不合理的开支项目保留在预

算中。 零基预算，不考虑基期，对所有预算支出都以零为出

发点，结合实际，逐项审议各费用的内容及开支标准是否合

理，权衡轻重缓急，保证不可避免和不可延缓项目，在综合

平衡基础上编制预算的方法。其较为合理，能降低成本，但

工作量大，重点不易突出。适用于较难辨认的服务性部门费

用预算的编制。 3.定期预算和滚动预算；定期预算以不变的

期间作为预算期来编制的方法，其虽便于实际与预算的比较



，利于分析和评价，但预算一般在年度前二三个月编制，跨

期长，对计划期的情况不够明确，且执行中容易使管理人员

只考虑本期计划的完成，缺乏长远打算。 滚动预算，将预算

期与会计年度脱离，分析当期预算的执行情况与实际的差异

，及时修订，不断延伸补充预算，连续、稳定的一种“特殊

定期”的预算方法。具体操作时，可按月、按季或混合滚动

；混合滚动根据人们对未来的了解程度具有近期的预计把握

较大，对远期的预计把握较小的特征，不但可做到长计划短

安排、远略近详，且可减少预算工作量。 财务预算编制基础 

业务预算和特种决策预算为财务预算的数据来源，并与之组

成完整的体系，相互制约。具体编制时，应从各预算间数据

流动关系及各预算内部数据关系入手。 销售预算内数据关系

有： 1某产品销售收入=该产品销售数量×单价；2企业总销

售收入=各产品销售收入之和；3销售现金收入=（总销售收

入－本期赊销额）＋收回以前期的应收账款；4销售税金支

出=企业总销售收入×相关税率。 生产预算是以产品名称及

数量分别编制的预算， 预算期间除必须备足产品以供销售外

，还应考虑期初和期末存货水平。1某产品预计生产量=预计

销售量＋期末产品存量－期初产品存量；2上期末存量=本期

初存量。 直接材料预算内数据关系有： 1某产品耗用某材料

的量=该产品生产量×该产品材料消耗定额；2某材料耗用

量=各产品耗用该材料之和；3某材料采购量=该材料耗用量

＋期末材料存量－期初材料存量；4上期末存量=本期初存量

；5某材料采购成本=该材料采购量×单价；6材料总采购成

本=各材料采购成本之和；7直接材料现金支出=（材料总采

购成本－材料赊购额）＋偿还以前期材料赊购款。 直接人工



预算内数据关系有： 1某车间生产某产品消耗总工时=该车间

生产该产品的产量×该产品在该车间的人工单耗定额；2某产

品消耗总工时=各车间该产品消耗总工时之和；3某产品工资

预算额=该产品消耗总工时×单位工时工资率；4其他直接人

工支出=工资预算额×计提百分比。 产品生产成本预算是对

料、工、费三预算的综合，可得预算期内各产品的总生产成

本及单位生产成本。 财务预算的具体编制 日常业务预算和特

种决策预算的相关数据流入现金预算，并形成一定的数据关

系：1期初现金余额＋经营性现金收入－经营性现金支出－资

本现金支出=现金余缺；2现金余缺＋资金筹措－资金运用=

期末现金余额；3上期未现金余额=本期初现金余额。预计报

表编制原则同于会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